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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学科学课堂实验教学的方法探究
季玉民

（惠民县桑落墅镇中心小学，山东 滨州 251704）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科学课程在小学教育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高质量的小学科学课程不仅能够拓展学

生的科学知识，同时还能够使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自主探究、合作实验探究能力，从而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小学生受

个人思维发展和年龄阶段的限制，对生活中各种常见的科学现象重视不够，但是对那些趣味性的科学实验现象刚感兴趣。因此我们在开

展小学科学课堂实验教学的过程中，要立足于学生的实际兴趣开展指导活动。基于此，本文通过深入探究小学科学课堂实验教学的主要

途径，以期提升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活动质量，为推动学生科学知识学习能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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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阶段的小学科学教学活动中，实验教学内容占据着较高

的比重，同时课堂实验活动也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的重要内容。

为了进一步推动小学科学课堂实验活动的质量的提升，小学科学

课程教师要对不同的实验内容和小学生的实际学习特点进行有效

分析，设计出满足学生兴趣、能够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实验内容，

以提升学生在实验课程中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

在新课标的相关要求下，小学科学课程教师的教学活动要始

终坚持“学生主动探究”的目标导向，坚持以学生的科学基础知

识学习和实践为主要目标。在推动学生养成良好科学素养的过程

中，我们要立足于学生的实际生活，使学生能够通过实际生活经

验解决科学知识问题。

一、课堂实验在小学科学课程中的重要作用

（一）科学实验能够激发学生兴趣

根据美国著名教育学者杜威提出的学生“在做中学”的教育

理论，学生的课程知识兴趣是“做”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设

计的实验课程内容要符合学生的兴趣。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小学阶段的学生理性思维

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的学科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引

导十分重要。想要在课堂科学实验过程中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必

须要调动学生的感官。那么科学实验课程自主探究活动的设计，

是满足小学生好奇心与求知欲的重要方式。

（二）科学实验能够培养学生科学精神

教育事业的发展与科学基技术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课堂实

验活动是直接培养学生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重要途径，同时也

是深化学生对理论性科学知识理解的重要方式。

学生在参与课堂实验活动的过程中，会遵守科学实验探究的

基本流程，通过科学假设、实验探究、现象观察、实验检验、结

论总结的方式，掌握科学实验开展的基本方法，形成良好的科学

思维。科学精神的本质是实事求是，学生开展的实验探究活动就

是养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基本过程。

比如，我们在指导四年级的学生探究“二氧化碳使澄清的石

灰水变浑浊”这一实验时，为了让学生明白这一实验的原理，并

使学生在此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实验观察、分析和反思能力，在课

堂实验活动开始前我首先为学生准备好相应的教具，然后组织学

生开展实验假设，探后要求学生以小组合作探究的形式开展实验

活动，验证自己的假设。

（三）科学实验能够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小学是学生养成各项基础能力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

要采用科学的教育方法来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科学实验是

人类追求真理的重要形式，是我们揭示事物本质的根本途径。小

学生在参与课堂实验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实验假设、实验探究和

结论检验的形式调动自身的视听感官，全身心投入到实验现象的

观察与反思过程中，并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

比如学生们在探究《空气的性质》的相关内容时，为了证明“空

气也是有体积和质量的”这一原理，我在课堂教学中为学生准备

了塑料瓶和气球，然后要求学生们自己设计实验来探究空气的体

积。

学生们进过小组讨论很快开始了实验活动：将气球套在塑料

瓶口上，将塑料瓶中的空气挤到气球中，气球变大了，但是瓶子

却变瘪了。然后我向学生们提问：这种现象证明了什么呢？学生

们回答，因为空气是具有一定体积的，所以当瓶子中的空气“移动”

到气球中，占据了气球的体积，瓶子中就没有空气了，所以瓶子

才会变瘪。

由此可见，在小学科学课程中开展自主实验探究活动，能够

使学生在“假设——验证——总结”的实验过程中养成良好的创

新能力。

二、关于小学科学课堂实验教学的方法探究

（一）立足学生兴趣，设计课程内容

小学科学课程教师要提高自身课程成绩的有效性，首先需求

设计出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的课程内容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这需要我们仔细考虑实验课程主要环节，注重学生在实验环节中

的参与度，整合现有的实验课程资源开发一些趣味性的实验活动，

以“玩”的形式带领学生们进行实验探究，这样才能够吸引孩子

们的注意力。学生们在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过程中，能够参与到不

同的实验环节中，并且形成探索科学知识的兴趣。

以笔者的课程教学活动为例。我在指导学生学习《指南针》



1172020 年第 2 卷第 12 期 经验交流

的课程知识时，鉴于学生对磁力知识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因此

在课程教学中我首先为学生展示了一个我自己制作的指南针的成

品，然后向学生们提问：“为什么指南针会一直指向南面？”有

经验的学生举手回答：“因为指南针有磁力，地球也有磁力，磁

力间相互作用，导致指南针一直指向南面。”然后我为学生们分

发了曲别针、橡皮泥和磁石等材料，在保证学生安全的前提下，

组织学生开展了“指南针”制作活动。通过这样的形式，有效激

发了学生在科学课程中的学习兴趣，并且提高了这节实验课程的

教学效果。

（二）提出有效问题，引发学生思考

爱因斯坦指出，“在科学实验过程中问题的提出比问题的解

决过程更为重要，因为问题的解决过程往往只是数学上或者技能

上的实验，而新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新的可能性，实验者可以从新

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这需要研究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因此，在小学实验课程中，问题的提出对学生创造能力和思

维能力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推动学生在实验课程亲自参

与，并且体会实验探究过程，发现科学现象，这事满足小学生好

奇心、推动学生想象能力发展的重要途径。

以笔者的课程教学活动为例。我在指导学生学习《物质的吸

水性》的课程知识时，除了要求学生在实验前进行猜想，我还在

实验过程中为学生准备棉纸、A4 纸、手帕等等不同的实验材料，

要求学生们自己动手开展实验活动，明白不同物质的吸水性特点

以及成因，并且思考其中的原因。

学生们分别用不同物质开展吸水活动，并且的得出了绵纸吸

水性>手帕吸水性>A4纸吸水性的结论。然后在此时我提出问题：

“有哪些原因导致他们的吸水性不同呢？”学生们根据实验现象

以及生活经验进行总结，提出是因为材料不同。

通过这样的实验课程形式，既以自主探究实验的内容来吸引

学生开展实验活动的注意力，同时也以有效性的问题来加深学生

对实验内容的理解，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实验探究能力，提升小

学科学实验课程的质量。

（三）鼓励学生质疑，引导自主探究

小学科学课程中的猜想与假设环节，主要指教师立足于学生

的既定科学知识和实际生活经验，推动学生对未知的实验内容进

行猜测的教学过程。那么鼓励学生进行大胆的猜的与质疑，能够

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表达自己的看法，学生在验证自己科学

猜测的过程中能够养成良好的科学思维和创造能力。我们在开展

实验教学的过程中，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为学生们提供猜想和探

究的实验氛围，并且组织有效的自主探究活动，提高小学实验课

程的教学质量。

以笔者的课程教学活动为例。我在指导学生《材料在水中的

沉浮》时，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物体，从生活常见的碎木屑、

小铁片到实验用的泡沫板等，使学生轮流开展实验活动，然后为

学生提出问题：“材料的水中的沉浮和什么原因有关？”有的学

生认为材料的沉浮和水的多少有关，有的学生认为材料的沉浮和

材料的类别有关，有的学生认为材料的沉浮与材料的重量有关。

然后我再组织学生们根据自己的猜想，自主设计实验内容进行验

证。学生们经过多次实验之后得出了结论“材料的沉浮与水的浮力、

材料的质量和种类都有关系”。

通过这样的课程形式，不仅培养学生大胆猜想的能力，同时

也提高了学生在实验课程中的参与度，实现了课堂实验教学质量

的有效提升。

（四）促进双向交流，拓展学生思维

在小学科学课堂实验教学活动中，我们不仅要注重于培养学

生在实验探究过程中的各项能力，同时也要促进师生、生生之间

的双向交流，推动学生对实验课程进行总结和反思，这是提升课

堂实验效果、深化学生对科学知识理解的重要环节。

因此我们在科学实验过程中要积极鼓励学生进行实验反思和

总结，并且要求学生们实验过程中不同的地方进行足够的交流讨

论。

此外，我们在评价学生的实验探究过程时，要尽量避免应用

消极的评论，通过正向的激励性的评价内容来调动学生的实验参

与，使他们形成良好的学习体验。

以笔者的课程教学活动为例。我在指导学生们学习《水到哪

里去了》这节课程的知识时，为学生准备了玻璃板、小烧杯和水，

然后为学生示范了一边实验过程——我在小烧杯中加入少量的水，

然后在一个烧杯上盖上了玻璃片，另一个敞口，通过加热的形式

引导学生进行观察，然后鼓励学生交流自己猜测，学生们在交流

过程中指出，“消失”的水变成了水蒸气扩散到了空气中。我问

学生们他们怎么知道的，学生们说，烧杯上的玻璃片上有很多水，

这些水就是水蒸气的凝聚。

我在课堂上表扬了这位同学“真聪明”，以激发学生的荣誉

感和自豪感。通过这样的实验教学形式，能够使学生在师生交流

和互动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科学思维，从而实现课堂实验教学质

量的提升。

三、结语

综上，课堂实验在小学科学课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比重，

实验探究活动是推动小学课程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教师开

展以学生为主体的科学实验活动，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学生对

科学实验内容和实验原理的理解。我们在设计课堂实验内容的过

程中，要从学生的生活角度出发，鼓励学生大胆质疑，提出有效

的课堂问题引到学生进行探究，同时推动师生和生生之间的双向

交流，培养学生的求知欲望。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小学

科学课堂实验活动的效率，从而为学生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

础。

参考文献：

[1] 顾玲晖 . 关于小学科学课堂实验教学的方法探究 [J]. 科学

大众（科学教育），2020，No.1212（05）：45.

[2] 陈少琴 . 小学科学实验教学有效性的策略探究 [J]. 当代家

庭教育，2020（003）：133.


